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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川披绿，茶海生金。连日
来，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 7.6万亩
富硒茶园绿意盎然、茶芽肥硕，空
气中弥漫着淡淡茶香，茶农、采茶
工和参与观光体验的游客穿梭其
间采摘新茶，脸上洋溢着丰收的
喜悦。

近年来，通江县立足绿色生
态资源禀赋，大力发展“高山高
香、生态富硒”山地高效茶叶特色
农业产业，采取“党政发动、行业
推动、企业带动、品牌拉动”的发
展思路，谱好茶产业“金叶曲”，为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
的能量。

做优“茶品牌”

一场春雨后，在烟溪镇钟凤
村的茶山上，茶农腰挎竹篓，穿梭
在一垄垄的青绿之间。随着指尖
不断翻转舞动，一个个嫩芽被轻
轻采摘并放入小茶篓里，将春天
的“绿意”收入囊中。

自 2005年以来，在当地政府
的引导下，钟凤村茶叶面积已经
发展到 9800 余亩，年产量可达
270余吨，茶叶成为当地群众增收
致富的“金叶子”。
“我家有 12亩茶地，因为种

植管理技术的改善，茶叶长势越
来越好，品质得到提升，每亩春茶
有 3000元的收入。”烟溪镇钟凤
村村民陈帮国表示，茶叶是他们
家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

随着春茶的开采，在茶园不
远处的罗村茶业有限责任公司加
工车间，刚采摘下来的鲜叶就被
送到这里进行加工处理。“我们每
天可收购单芽 600余斤，收购单
价在 90元左右。”罗村茶业有限
责任公司生产经理杨宇介绍，公

司已签下了 220万元的春茶采购
合同。

目前，通江县拥有国家级茶
叶专业合作社 1个、省级龙头企
业 1家、省著名商标 2个，形成
“罗村”“火天岗”“三生道”“馨金
山”等重点品牌 10余个，茶产业
已成为当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
优势特色产业和山区农民收入的
稳定来源。

做活“茶市场”

碧野梯田春耕处，满山春茶
吐芬芳。在民胜镇贾家梁村茶园
中，茶农李亚萍用手指夹住一簇
鲜叶，指尖稍微用力便将茶叶轻
松摘下，不多时，茶篓中就铺满一
层翠绿的鲜茶。“相较往年，今年
春茶采摘提前了一周左右。我们
采的是一芽一芯，手脚快的每天
收入 200元左右。”李亚萍表示，
去年她靠种茶、采茶收入 1万多
元，今年估计还能增加一些。

在四川壁州茶叶有限公司，
这样的采茶工还有很多，闲时几
十人，忙时几百人，都是周边村里
的村民。如今，他们靠茶走上了致
富路。
“我们每天收购鲜叶 1000多

斤，按照正常的出茶量是 5斤鲜
叶加工 1斤干茶。从生产到现在，
我们的芽茶有 6000多斤。”四川
壁州茶叶有限公司技术总监谢兴
田介绍。

近年来，贾家梁村充分利用
本土茶园广阔、茶叶品质优良等
特点，采取“合作社+公司+农户”
的发展模式，通过园区标准化、产
业规模化发展起 1300余亩茶园，
带动全村 600 多户村民增收致
富。

做深“茶文旅”

“这款春茶，清香四溢，口感
醇厚，回味无穷。”每年的三四月
份，兴隆镇翰林村成片的茶园成
为周边市民踏青的好去处。在通
江雪鸿堂茶业有限公司，慕名而
来的游客络绎不绝，他们喜欢在
这里泡上一杯新出的春茶，惬意
地品味生活。
“在这里，游客可以亲身体验

采茶、制茶、品茶，可以深度了解
通江茶文化。”通江雪鸿堂茶业有
限公司负责人李燕生表示，公司
将茶事和旅游相结合，既加大了
茶园资源的利用率，又能提高茶
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2021年 5月，一支来自川南
内江的帮扶队，开启了通江茶叶
产业改天换地的新征程。“我们先
后投入 4700万元，连片改造管护
茶园 1.5万亩，帮扶罗村、巴蜀白
茶、馨金山、七岗等茶企实施技改
扩能，新增加工面积 6000 平方
米、生产线 6条，新增茶叶加工设
备 75套，内通茶叶加工厂（一期）
建成投产，实现产值 2400 余万
元，带动群众增收 300余万元。”
内江市结对帮扶通江县工作队副
领队、通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副
主任李卫介绍道。

在内江对口帮扶通江工作队
的帮助支持下，通江县雪岭乡村
旅游有限公司在兴隆镇相继打造
了翰林花海、巴蜀民歌风情园以
及翰林湖水上演艺等，走出了以
茶兴旅、以旅促茶的“茶旅融合”
新路子，累计实现年接待游客量
60万人次，旅游收入达 3000 万
元。

通讯员符理程聪

近日，四川省巴中
市南江县佳茗茶叶专
业合作社雇请的采茶
工，在经过低改和科学
管理的坳盘窝茶园里，
以采摘每公斤鲜叶可
获得 60 元—80 元的
劳务费为合作社采摘
春茶。

近年来，南江县充
分依托合作社带动、科
技培训助力等方式，在
云顶、长赤、和平等乡
镇，积极盘活撂荒茶
园，有效带动农民增收
致富。
特约记者肖定怀摄

集中展示
让消费者爱上“供销社的茶”

茶产业作为农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发展壮大不仅能够促进农民增收，还能够
带动乡村经济的整体发展。供销社作为服务
“三农”的重要力量，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
参与茶产业的发展，为乡村振兴贡献了力量。

供销社始终坚持为农服务宗旨，担负起
农副产品流通的主渠道作用，主办了一批茶
叶市场，领办了一批茶叶专业合作社，成立了
一批茶叶行业协会。全国供销社系统茶厂、茶
叶公司依托资产、品牌优势，开启了改制、重
组，诞生了一批适应新时代发展的社属茶企，
供销社茶企不断繁荣与发展。

新时代，供销社不忘初心，充分发挥农产
品流通主渠道作用，更多的企业加入到了茶
叶种植、加工、流通、科技、教育的行列，在产
业扶贫、乡村振兴中续写着供销社新的风采。

本届茶博会设立的“供销茶业专区”展览
面积 1200余平方米，来自重庆、贵州、云南、
湖南、湖北、浙江、江苏、福建、广东、海南等十
省（市）供销优秀茶企，以及成都、绵阳、内江、
南充、泸州、乐山、达州、自贡、巴中、雅安、宜
宾、阿坝等 65家省内供销优秀茶企，将集体
亮相，聚焦“川茶”板块，整合省内外资源，培
育龙头企业，构建发展新体系，体现供销担
当，集中展现供销茶企在“三茶统筹”融合发
展中的为农服务成效。

开幕当天，“供销茶业专区”将举办“四川
省第一届供销社茶产业发展推介会”，邀请众
多茶产业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企业家进行
主题演讲，以分享他们的研究成果和经验。

同时，还将举办茶品推介、茶艺表演、产
业报告发布、现场集体签约和外贸客商签约
等相关活动，设置互动体验区，让消费者能够
亲身感受“供销社的茶”的冲泡、品鉴过程，感
受茶文化的魅力，以及带来的独特韵味和文

化内涵，让更多的消费者爱上“供销社的茶”。

提质增效
促进茶产业转型升级

四川，作为世界的茶文化发源地，有着悠
久的茶叶发展史和深厚的茶文化底蕴。随着
国内茶叶市场的不断扩大和国际交流的日益
频繁，四川茶业也逐渐崭露头角，成为了国内
外茶叶市场的重要参与者。

近年来，四川省供销社通过蜀茶集团以
及四川省茶叶流通协会，服务全省茶产业发
展。全省系统培育了一批茶叶市场主体，创办
了一批茶叶专业市场，领办了一批茶叶专业
合作社，建成了一批线上线下茶叶销售网点，
业务范围和服务能力覆盖茶叶生产、加工、流
通等全产业链，具有加快发展的巨大潜力。

四川省供销社系统共有涉茶市场经营主
体（社有企业、基层社、专合社）166个，发展
带动基地近 100万亩，2023年全省供销社系
统茶叶综合产值 177亿元，占全省茶叶综合
产值的 16%左右。探寻四川省供销社系统茶
产业发展密码，其源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助力。

有一批具有规模效应的种植基地。全省
供销社系统社有企业、基层社、为农服务中心
大力开展茶园土地半托管和全托管服务，以
合作式、订单式、托管式等服务模式助力茶产
业高质量发展。全省供销社系统茶叶种植规
模近 10万亩，辐射带动近 100万亩，主要种
植绿茶、红茶、白茶等品类。

有一批成熟运营的批发市场。全省供销
社系统有茶叶批发市场 13个，充分发挥市场
龙头作用，积极推动茶叶产业快速发展。雅安
市供销社围绕解决茶农卖茶无固定交易场所
和交易场所配套设施老化等问题，持续对主
产区茶叶流通基础设施进行改造，不断提升
鲜茶叶交易便捷化程度，通过新建、扩建、改
建等方式建设茶叶交易市场 4个。

有一个相对完备的销售网络。全省供销

社系统依托“线下+线上”发展模式，实现联
动发展，着力破解产品销路不畅的难题。全省
供销社系统近 1.6万个农产品和日用品销售
网点以及 67个电商平台，有 1/3开设有茶叶
销售业务。

有一批带动能力强的龙头企业。全省供
销社系统在茶叶领域有国家级龙头企业 1
家、省级龙头企业 7家。雅安市供销社社有企
业四川康润茶业有限责任公司为市级龙头企
业，产品以藏茶为主、红茶为辅共 30多个单
品。公司创建了省级茶研究平台“四川省藏茶
产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生产的雅安藏茶获
得国内外多个奖项，今年已申报成为“十四
五”期间“民族特需商品国家定点生产企业”。

有一所茶产业人才培训的专业学校。四
川省贸易学校作为省供销社直属中等职业学
校，是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
四川省“三名工程”建设三星名校，已经建设
成为全省唯一一所具备培养各类茶产业高技
能人才的特色专业学校。学校设有茶叶机械
加工、手工制茶、茶叶审评与检验、茶艺等实
训室，1个教学茶厂和 1个教学茶园。电子商
务专业有计算机机房 8个、直播间 3间、茶叶
电子商务综合实训室 1个，实训场所及设备
设施能满足年培训 1000名以上茶叶高技能
人才的需要。

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茶博会的供销茶
业专区，主要突出“合作”与“共赢”的理念，致
力于促进全国供销社系统茶产业技术互学、
市场互通、人员互动、品牌共建、资源共享，推
动四川省供销社茶产业协作提质增效和高质
量发展，全方位展示四川乃至全国茶产业丰
硕的成果。

塑造品牌
拓展茶产业发展潜力

近年来，四川省供销社系统把茶叶作为
重点发展的特色产业，通过四川省茶叶流通

协会，积极培育实力强、品牌优的茶叶龙头企
业，着力培育茶产业品牌。

作为四川省供销社社属企业四川省农产
品经营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四川蜀茶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以打造“川茶品牌矩阵，茶叶供销
平台”为战略定位，紧紧把握“乡村振兴”战略
机遇，以发展“茶产业、茶科技和茶文化”为着
力点，助推川茶产业高质量发展，通过茶产业
助力乡村振兴。

蜀茶集团不断拓展延伸茶产业链，分别
在雅安名山、眉山洪雅、巴中平昌和通江、成
都崇州进行了产业布局，共流转、托管 3万多
亩优质茶叶基地，鲜叶采收覆盖 50多万亩茶
叶基地，自有品牌产品 60余种，运营 10家体
验网点，研发“茶+”科技产品 10余种。同时，
依托平昌蜀茶秦巴茗兰公司和崇州蜀茶文井
贡茶公司自建基地 3000亩，通过与专合社合
作，开展社会化服务，托管基地 7000亩，合作
基地 50万亩。宜宾市翠屏区硕农供销社与金
秋湖镇茶产业核心区 12个村集体经济联合
社开展股权合作，年管护茶园 30000亩，承接
开展各类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达到 50000
亩，实现当地茶产业和村集体经济增收“双
赢”。

同时，蜀茶集团已搭建合作原料产品供
应商遍布全川主要产茶区，覆盖茶园面积 50
余万亩，线上在京东、淘宝、苏宁易购、抖音等
电商平台设立 16家网络销售门店，线下在文
殊院、太古里建立销售网点 10家，年销售 2
亿多元。集团荣获中茶协 2021 中国新锐茶
企、“蒙顶山杯”第七届中国黄茶斗茶大赛金
奖、第十一届四川国际茶业博览会“金熊猫
奖”、国际茶文化节“宝船奖”等 29 项殊荣。

据统计，四川全省供销社系统现有蜀茶、
蜀涛等茶叶品牌近 30个。

相关负责人表示，四川省供销社将充分
发挥自身的渠道优势，深化与茶农合作，加强
茶叶品牌的培育、宣传和推广，让供销社和茶
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三茶统筹”下的供销社新作为
合作共赢，“供销茶业专区”将首次亮相四川国际茶业博览会

茶源天府，共享
未来。5月 9日 -12
日，第十三届中国四
川国际茶业博览会
（以下简称：茶博会）
将在成都世纪城新
国际会展中心举办，
首次设立的“供销茶
业专区”也将亮相本
届茶博会。

届时，来自省内
外供销社的优秀茶
企将全面展示供销
社系统从生产端、加
工端、销售端到茶文
化传播、茶科技创新
等茶叶全产业链上
的优势和亮点，吸引
更多供销社茶产业
资源抱团发展，从而
进一步做大做强供
销社茶叶产业，使之
成为乡村振兴的支
柱产业。

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
讲好茶故事 谱好“金叶曲”

□本报记者李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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